
□沈唯

土和木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两大核心材料，在
中国传统营造技术和建筑文化遗产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土木”也被用来泛指建筑工程。

生土，是指未经焙烧、仅做简单加工的原状
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应用分布最广
泛的传统营造材料之一。从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
器时代，人类就开始以土为材料营造建筑，当今的
窑洞就是典型的生土建筑。木材绝对是传统营造
的主流材料，也成就和凝结了中国古代木构营造
技艺的高度和智慧，应县木塔就是最有代表性的
木构建筑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既可以单独用土或木做结构，
也可以是土木混合结构。“中国的传统民居如土
楼，是典型的土木混合结构。土楼本身的建筑形制
比较特殊，是由一米多厚的夯土外墙和内部木构
架相结合而成，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在特定环境
下，古人能把土和木这两种最常见的营造材料结
合利用，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浈说。

对营造材料的运用也和科技发展水平息息相
关。李浈以大跨度结构举例，今天我们大多采用钢
网架结构等来完成大跨度建筑的营造，但在古代，
人们通过积累的经验改进技术，仅用木结构就已
经实现了大跨度的桥梁建造。

“木结构建筑中主流的梁柱结构，就是由跨距
较小的梁、柱为主要的传力体系构造，它受到了材
料长度本身的限制。跨度再大光靠柱梁体系就不
行了，于是人们又发明了编木为拱的技术。”李浈
解释，编木拱桥是一种十分奇特和罕见的桥梁形
式，运用这种技术能够加工出更大跨度的结构体
系。这种编木拱桥就像用竹条编箩筐一样，是不用
砖石仅用木材“编织”而成的桥。在传世名画《清明
上河图》中，横跨汴河上的那座规模宏大的虹桥正
是编木拱桥。这种桥梁和技术迄今还在浙西、闽东
及贵州等地的山区中大量使用。 （《科技日报》）

土木是古代建筑核心材料

□郭苑洁

东汉末年，曹操在荆州当阳附
近的长坂坡追击刘备。长坂桥前，
张飞手执长矛，据水断桥，大喝道：

“我是张翼德，谁敢上前与我决一死
战！”曹军不敢近前，刘备因此得以
安全离开。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蜀书·张
飞传》中的这一幕真是奠定了张飞
英武形象的基础。除了《张飞传》的
内容，三国其他阵营中的谋臣武将
也对张飞的勇猛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
传》，程昱言“刘备有英名，关羽、张
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
郭嘉言“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张
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刘晔言

“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
勇冠三军而为将”；周瑜言“刘备以
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
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可以这样
说，张飞英勇善战的形象在三国时
期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一

作为一名带兵打仗的将领，张
飞的智谋其实也不容忽视。

《张飞传》中，曹操打败张鲁后，
留下夏侯渊、张郃镇守汉川。随后，
张郃率领部队南下巴西，计划将那
里的百姓迁往汉中，张郃进兵宕渠、
蒙头、荡石，与张飞抗拒五十多天。
随后，张飞率领精兵一万多人，从另
外一条路将张郃截断后再与之交
战，由于山路狭窄，前、后队伍无法
呼应救援，最后张郃的部队被张飞
打败。张郃只能弃马攀山，带着十
多名随从从小路逃走，退兵南郑，巴
西得保安宁。张飞能够大败张郃，
应该说，张飞还是颇有统兵能力的
将领，因张郃也绝非等闲之辈，乃是
魏国的一员名将——就是后来让诸
葛亮失街亭、斩马谡的那位张郃。

对于张飞，《张飞传》还有一个
定性的结论：“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
人。”张飞到江州后，击败了巴郡太
守，也就是刘璋的老部将严颜，并活
捉了严颜。张飞对严颜怒斥道：“我
大军已到了，你为什么不早投降还
敢抵抗？”严颜回道：“你等兴兵无
名，抢夺我益州，我益州只有断头将
军，没有投降将军。”听完这话，张飞
大怒，喝令手下兵卒将严颜推出去
杀了，严颜面色不变，反对张飞说：

“砍头就砍头，发什么火呢？”张飞对
严颜的勇气甚为敬佩，当即下令释
放严颜，并把他作为客人以礼相待。

礼贤下士多是文臣谋士涉猎的
范畴，但张飞作为武将对大夫君子
的态度也是尊敬、钦佩和仰慕。可
以说，张飞在士大夫面前真是一位
地地道道的君子。这一点在《三国
志·蜀书·刘巴传》所注引的《零陵先
贤传》中也有体现，“张飞尝就刘巴
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诸葛亮谓
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
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
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时为右
将军的张飞能够如此礼贤下士，而
且对方还是一名降将，也足以说明

“爱敬君子”这个评价的准确性。
《张飞传》中，张飞一生最后一

个片段，是被张达、范强杀害的过
程。刘备常常告诫张飞：“你过度运
用刑法，又随意鞭打将士，还把这些
被打的人安排在身边，你这样做会
招引祸害的！”张飞听后仍不改变。
刘备征伐东吴的时候，张飞按照军
令要准备率领一万人马，从阆中出
兵赶赴江州与刘备会合。临出发
前，张飞的下属张达、范强把张飞杀
了，并割下了他的首级，顺江而下就
投奔孙权去了。张飞军营都督上表
刘备，刘备一听到张飞都督有表上
奏，随即说：“唉！张飞死了。”随后
追谥张飞为“桓侯”。

张飞的“不恤小人”，很多人都
只强调是其性格的问题，但如果回
望东汉，奴隶制还是相当普遍的，残
酷对待奴隶对于很多奴隶主而言也
是习以为常的。三国时期，被自己
手下杀死的也不仅仅是张飞，孙权
的弟弟孙翊与张飞有着相似的性
格，同样被下属所杀。

二

七百多字的《三国志·蜀书·张
飞传》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清晰、生动
的张飞形象。在张飞去世十二年后
出生的西晋史学家陈寿所写的《三
国志》虽为私人修史，却在当时、在
后世都得到了高度的认可。时人夏
侯湛也在写《魏书》，看到陈寿的《三
国志》后，就把自己的作品毁掉了。
而后人对其更是推崇，认为它可以
与《史记》《汉书》媲美。因此，其他
各家三国史相继消失，只有这部《三
国志》流传至今，与《史记》《汉书》

《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关于张飞的形象，后世修史时

也会有细微的调整，但基本上是在
陈寿的基础之上。例如：隋唐时期，
虽然陈寿认为“飞雄壮威猛，亚于关
羽”，但在这个时期修订的史书中，
张飞的排名时常在关羽的前面，例
如《晋书》卷八十一《刘遐传》：“刘
遐，字正长，广平易阳人也……率壮
士陷坚摧锋，翼方比之张飞、关羽。”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
“张穆、边宪、文齐、杨班、梁崧、赵
昌，武同飞、羽。”揣度这主要是编著
者房玄龄等人应该认为关羽和张飞
的武力差不多或者张飞还更厉害一
些，想来是张飞的气质更符合唐初
那种尚武的精神吧！

普通民众对张飞的认识起变化，
应该要从宋元的小说和元杂剧说起。
宋代时，“拥刘贬曹”的倾向越来越突
出，张飞也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形象变
化。现存最早的“说三国”的文本是元
代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
志平话》。在《三国志平话》中，就讲述
督邮羞辱刘备却被张飞所杀，可见这
时就已经把鞭打督邮的事从刘备身上
转到了张飞身上。同时，元杂剧中也
出现了多出张飞的故事，例如：《张翼
德大破杏林庄》《张翼德三出小沛》《莽
张飞大闹石榴园》等。通过这些方式，
张飞勇猛善战的形象很好地得到了传
播，而且有了“莽张飞”的特点。

三

《三国志》中，关羽和张飞作为蜀
国的开国大将，几乎像孪生兄弟，谈关
羽必带着张飞，可谓旗鼓相当。反观
后世，关羽、张飞在民间的传播似乎差
距就越来越大了。关羽在历代封建帝
王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为与孔老夫
子并驾齐驱的“武圣”，而张飞却越来
越走向人民群众，尤其是进入《三国演
义》时代后，更加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喜剧人物。

关于张飞的出身，《三国志》仅仅
提到张飞是涿郡人，到了《三国志平
话》却已经变成了“家豪大富”，但没有
阐明以何为业；《三国演义》第一回则
说道：“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
猪，专好结交天下英雄。”可能张飞本
人不一定杀猪，但杀猪的职业背景一
出，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一下子多了
几分亲切感，很有市井气息。《三国演
义》中，刘备三顾茅庐，张飞三次跟去
了，头两次还忍得，第三次的时候看到
诸葛亮高卧不起，气得扬言要屋后放
火，率真可爱的张飞形象更是呼之欲
出。不过，陈寿笔下那位“爱敬君子”
的张飞如何能够说出“火烧诸葛亮”的
话呢？

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张飞会是这种
形象？归根结底，是市民意识的不断觉
醒导致的。不管是说书先生的讲述，还
是写出故事来出售，都需要客官们的认
可才讲得下去、卖得出去，而客官，不就
是那些行商坐贾、闲汉游民及各行各业
的工匠吗？正如同中国戏曲的产生需
要勾栏瓦舍一样，好的故事演绎也需要
闲散的市民阶层来支撑，否则说与谁
听、写与谁看？ （《北京晚报》）

千年翻转看张飞千年翻转看张飞

15
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亚 / 美编 李鹏 / 校对张鑫 / E-mail：ycwbly@qq.com 副刊·文史

□路来森

有宋一代，饮茶风靡朝野，所以，随之伴生的
茶食，亦是极其丰富。

举凡果类、菜类、点心类，均可作为茶食。果
类，宋人喜欢生果，但更喜欢加工过的果制品。据

《武林旧事》载，宋代的果制品有“爊木瓜、糖脆梅、
破核儿、查条、橘红膏、荔枝膏、蜜姜豉、韵姜糖、花
花糖”等。菜类，则既包括素菜，也包括荤菜，素菜
自不待说，荤菜，如“鼎煮羊”“酒蒸羊”，甚至还包
括海鲜类，如“油炸春鱼”“芥辣虾”等。点心类，更
是丰富多彩，只要是面食，即可做茶食，如包子、馒
头、粽子、圆子、桃穰酥、饧角儿等。

由此可见，宋人茶食，并不完全以素淡为标
准，而是异常丰富；但也正是由于太过丰富，有时
难免食胜于茶，喧宾夺主了。说到底，茶食，只能是
作为饮茶的点缀，只能是“佐茶”；食，要为茶而增
色。故而，茶食特别要讲究“精致”，色、香、味，要于

“精致”中显本色。
茶果之“果”，通常有三种解释：一是水果，二

是果仁，三则是泛指点心。水果，取其“清淡”，必讲
究时令，尤以果实小巧者为佳。如春天的樱桃，夏
天的葡萄等；若然是水果较大者，就将水果切为小
块，插之以竹签，堆于盘中，饮茶，取食，别具情趣。

果仁最佳，是茶食的上品。如葵花籽、桃杏仁、
花生仁、开心果等，总之，凡坚果类的果仁，皆好。
果仁为茶食的好处是：味道单纯，缓缓咀嚼而来，
又香气醇厚，满口生香。果仁类，油炸亦好。如油炸
花生米、油炸腰果、油炸核桃仁等。前些年，流行一
种油炸核桃仁罐头，核桃仁不仅油炸过，还浸了蜜
糖，脆、香、甜，真是茶食的上上之品。家中有贵客
光临，还会特备“油炸绿豆糕”：制作为小块，油炸
放凉之后，堆于白色瓷盘之中，色泽淡绿莹莹，入
口酥脆。客人食之，无不称赏，主客皆乐。

（《科教新报》）

闲话“茶食”

▲四川省阆中市汉桓侯祠 （资料图）


